


桂 平 县

桂平县为黔江、郁江、浔江的交汇处 是桂东南与桂西北水路交通要冲；地理形势险要，向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我国历史上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大藤峡起义、大成国起义，都发生在这里。

县境内山川秀丽，文物古迹众多，是对外开放的旅游区，尤以金田起义旧址和西山风景区闻名国内外。

县域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广西生产粮、糖基地之一。西山茶、乳泉

酒，为本县特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发达。

位置面积 桂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居黔、郁、浔 3江交汇处，北回归线横贯

中部。东和东北与平南县交界，南与北流、玉林 2县市接壤，西界贵县，西北接武宣、金秀瑶

族自治县，东南与容县毗邻。东西最大横距 68.6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103.5 公里，总面积

4,073.83 平方公里，合 6,110,745 亩。其中陆地面积 5,773,800 亩，水域面积 336,945 亩，

县城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 254 公里。

建置沿革 汉迄三国，桂平县地置布山、阿林两县，隶鬱林郡。南梁天监元年（502 年）

始建桂平郡，郡治在西山大窝坪。隋初废布山县。唐代置 2州（浔州、绣州）、9县（后省为 6

县），属岭南道。宋代将境内各县统一并为桂平县，隶属广南西路浔州，县治迁到黔、郁 2 江

汇合处今地。元代仍沿宋制。明朝为镇压大藤峡瑶民起义，在县境内置武靖州。清初裁武靖州，

辖地复并入桂平县，属浔州府。民国县辖地不变。建国后因之。

行政区划 现全县设 8 个镇：桂平、江口、金田、蒙圩、白沙、麻垌、木乐、石咀；15

个乡：紫荆、南木、西山、石龙、社步、罗播、下湾、大湾、大洋、罗秀、中沙、社坡、木圭、

寻旺、油麻。下辖 371 村、9街。

县治桂平镇。辖 7街、2村，共 8,705 户，41,507 人。

人口民族 1984 年，全县人口 1,240,100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04 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 15.97‰。



县内居民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主要有壮族、瑶族。1982 年全县汉族人口 1,119,536 人，

占总人口的 93.95%；壮族人口 70,928 人，占 5.95%；瑶族人口 1,158 人，占 0.1%。

人 口 统 计 表

项 目 1949 年

1953 年

第一次

人口普查

1964 年

第二次

人口普查

1982 年

第三次

人口普查

比 1949 年

增长%

比 1953 年

增长%

比 1964 年

增长%

总 户 数 133725 140791 170285 211323 58.03 50.10 24.10

总 人 口 613057 639428 746298 94.37 86.36 59.67

性别

构成

男 321242 335424 384043 621768 93.55 85.37 61.77

女 291815 304004 361955 569854 95.28 87.45 57.44

地区

构成

城 镇 28228 21255 39910 46397 64.37 118.29 16.25

农 村 584829 618173 706388 1145225 95.82 85.26 62.12

自然条件
地 形 境内河流纵横，丘陵起伏，山岭连绵，西北、东南高，中间低，呈马鞍形向东倾

斜。西北有大瑶山余脉和莲花山始端，东南是大容山北麓，中间是广袤肥沃的浔江、郁江平原。

黔、郁 2江环抱县城，汇为浔江，滚滚东流。

山 脉 县内山脉分大瑶山、莲花山、大容山 3支。大瑶山余脉盘桓于西北部，最高峰为

洪水顶，海拔 1,313.6 米。莲花山横卧县境西部，最高峰为凤凰山，海拔 815.2 米；前沿有零

星分布的岩溶残丘。大容山在县境东南部，最高峰为三县顶，海拔 1,257 米。

河 流 县内主要河流有黔江、郁江、浔江，注入 3江的较大支流有 45 条，均属珠江水系。

黔、郁、浔 3江在县内长度为 166.5 公里，四季皆可通航轮船，上可达南宁、柳州，下通梧州、

广州，水运发达，交通方便。水力资源丰富。

气 候 北回归线横贯本县中部，县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 21.4℃；极端最高气温 39.2℃，极端最低气温-3.3℃；1月最冷，平均气温 12.3℃；7

月最热，平均气温 28.6℃。年平均无霜期达 337 天，初霜日为 12 月 28 日，终霜日为 1月 26

日。年平均雨量 1,715.4 毫米，最多年份（1959 年）达 2,484.7 毫米，最少年份(1984 年)1,191.8

毫米。主要气象灾害有旱灾、洪灾，偶有暴雨、大风、霜冻、冰雹等。1949 年全县受淹田地

面积达 37.0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32.06%。

土 壤 全县土壤分为 7个土类：水稻土、红壤、赤红壤、黄壤、石灰（岩）土、紫色土、

冲积土。水稻土主要分布在沿江两岸平原地区，适宜种植水稻、花生、甘蔗、黄麻和蔬菜。红

壤、赤红壤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宜种松、杉、油茶、油桐和热带果树。石灰（岩）土

主要分布在县城附近的寻旺、西山、蒙圩一带，宜种花生、甘蔗、玉米、红薯等。紫色土主要

分布于县内东南部丘陵地带，宜种植果树、经济林和旱地作物，有名的麻垌荔枝就出产在属于

紫色土的坡地上。

资 源 矿藏：可供开采的有锰、锡、铁、铅锌、磷、钾、莹石、重晶石、红砾石等多种。

木圭锰矿藏量丰富，属国家开采项目，建国前已建立矿场开采。石灰石、河沙、大理石、陶土



等建筑原材料藏量也很丰富。水力：县内河流纵横，水流湍急，最大流量台共 87,800 立方米/

秒，最大落差为 21.3 米，已查明水能蕴藏量达 152 万千瓦。黔江大藤峡，郁江犸骝滩，浔江

扬澜滩等处均可兴建大、中型电站。水产：种类繁多，计有胡鱼、鲈鱼、鲩鱼、鲤鱼、桂花鱼、

三鯠鱼、骨鱼、嘉鱼、生鱼、银鱼等数十种。野生动物：主要有猴、山猪、黄猄、穿山甲、黄

鼠狼、狸、鹞鹰、山鸡、斑鸠、鹧鸪、麻雀、猫头鹰、啄木鸟、八哥、画眉、杜鹃、蛤蚧等。

经 济
工农业总产值 1984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40,418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 3.16 倍，比 1978

年增长 22.4%，比 1983 年减 6.54%。1978 年以来年递增率为 3.4%。人均产值 1983 年为 357

元，1984 年为 337 元。

农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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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总产值

其中: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9213

5720

146

2320

793

234

100

62.09

1.58

25.18

8.61

2.54

23972

16021

659

5093

1909

290

100

66.83

2.75

21.25

7.96

1.21

30128

18453

1631

7023

2826

195

100

61.25

5.41

23.31

9.38

0.65

28788

16842

1458

6726

3569

193

100

58.50

5.06

23.36

12.40

0.67

212.47

194.44

898.63

189.91

350.06

-17.5

20.09

5.12

121.24

32.06

86.96

-33.44

-4.45

-8.73

-10.61

-4.23

26.29

-1.03

3.1

0.8

14.2

4.7

11.0

-6.6

农 业 全县耕地面积 1,073,211 亩，其中水田 782,385 亩，旱地 290,286 亩。1983 年农

业人口 1,141,317 人（劳动力 518,218 人），人均耕地 0.94 亩。农作物以种植双季稻为主，甘

蔗、花生次之。1980 年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66.52%，甘蔗占 6.73%，花生占 9.15%，其

它作物占 17.6%。耕作制度逐步实行粮、蔗、油等互相轮作，以提高单产。1984 年受灾，但几

项主要作物总产仍维持较高水平。粮食总产 6.85 亿斤，与 1978 年持平，比 1949 年增 136%。

甘蔗总产 31 万多吨，比 1978 年增长 36.5%，是 1949 年的 22 倍。油料总产 26 万多担，比 1978

年增长 44.9%，比 1949 年增长 156%。粮食收购 2.25 亿斤，比 1978 年增加 1.45 亿斤，油脂收

购 134 万斤，比 1978 年增加 63 万斤。

1984 年底，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为 168,177 马力，平均每百亩耕地有 15.67 马力。

林 业 全县林业用地 290 万亩，约为耕地面积的 3倍，占全县土地面积 47.46%。1982 年

有林面积 92.41 万亩，覆盖率 16.65%，绿化程度 35.08%。木材蓄积量为 217 万立方米。宜林

荒山 150 万亩。1982 年飞播造林 10.6 万亩，1983 年 24 万亩。用材林以杉树为主。经济林以

油茶、油桐、桂树、竹为主，近年增种八角。

牧 业 全县畜牧业比例，猪占 s2.8%，牛占 42.6%，马、羊等占比例极微。生猪饲养量：

解放初期 13 万头，1973 年起年饲养量达 55 万头，1984 年底生猪存栏 38.17 万头。耕牛，1949



年有 98,567 头，1984 年底存栏 11.9 万头。

副 业 以种养为主，编织、加工、建筑亦在发展中。1981 年全县出口活鸡 106.72 万只，

居全自治区首位。以后每年出口额保持百万只以上。桑蚕近年发展很快，1984 年蚕茧总产 22

万多斤。金田、江口、罗秀竹器编织产品远销海外。

渔 业 全县可养鱼水域 64,121 亩。年产鱼在 100-150 万斤之间。近年落实承包责任制，

渔业得到较大发展。1981 年鱼产量达 227 万多斤，1983 年达 353 万多斤。沿江一带盛产鱼苗，

年产量 1亿多万尾（包括人工孵化繁殖），远销全国各地。

土特产品 荔枝：主要产区是麻垌镇，罗播、罗秀、油麻、社步等乡次之。其中麻垌禾荔

肉厚、核小、味蜜、果肉晶莹透明，驰名区内外。1983 年全县产量 711 万斤。除供市场鲜吃

外，还制罐头、烤荔枝干，用果核酿酒，用果壳制药。

西山茶：产于西山风景区而得名。西山经常云雾缭绕，得天独厚，加以选料讲究，制作精

湛，其特点是条索细紧匀称，泡开汤色碧绿清澈，香气沁人，24 小时内汤色不变。用西山乳

泉水烹饮，更是醇香满口。西山茶含有茶色素、丙种维生素、茶单宁、芳香油等成份，有消炎

健胃、助消化作用。1984 年产量 26,000 斤。

罗汉果：是名贵中药，又是高级饮料，主要产于中沙、金田。1984 年全县产量 172.15 万

只。是传统的出口产品。桂平饮料厂用西山乳泉水制成的各种罗汉果露冲剂，在国内外和港澳

市场都有较高声誉。

龙眼：主要产于金田、南木、江口。1983 年圆果产量 400 万斤。将果肉烤干或生晒成桂

圆肉，肉厚透明，泡开成梅花状，有滋补功效。是本县出口换汇率很高的商品。

淮山：又叫山药，既是中药材，又是副食品，用途很广。县内主产区金田，1983 年产量

700 万斤。淮山片和光山条除国内需要外，还大量出口。

桂皮：桂皮是名贵中药。县内玉桂生产有几百年的历史，古时有浔桂、陈桂之称，在国际

市场享有盛誉。主要产区油麻、中沙、罗秀、麻垌、罗播。1983 年全县玉桂面积 6,000 多亩，

产桂皮 5,O00 多担。

沙姜：产于紫荆山区。由于土地、气候适宜，所以沙姜粒肥、肉白、脆嫩。在国内市场十

分畅销。1984 年产量 28,642 担。

水 利 建国三十五年来，兴建大批水利工程，加固浔江江堤，改交了“水火之地”的面

貌。蓄水工程：兴修塘坝 11,405 座，建成金田水库等大中小型水库 161 座，总蓄水量 2.66

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71 万多亩。引水工程 1,733 处，灌溉面积 11.84 万亩。机械抽水站

919 处，23,170 马力，提灌面积 8.55 万亩。修筑浔江堤防 144 公里，保护耕地面积 30.8 万亩。

工 业 1949 年以前，县内仅有 1间 80 千瓦的发电厂以及几家私营的锰矿、铁锅、火柴、

纺织、碾米、酱料等小型厂矿。至 1983 年底，国营工矿企业有：农机、力车、电机、氮肥、

磷肥、水泥、红砖、糖厂、罐头、乳泉酒、饮料、纺织、印刷、火柴、铁锅、陶瓷、自来水、

锰矿、船舶修造等共 62 个厂矿，产值 11,117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84.7%。其中桂平糖

厂有职工 2,564 人，1984 年产值 4,319 万元，占工业总产值 37.14%；有甘蔗压榨机、蒸馏机、



圆网造纸机各 1部，长网造纸机 2部，和 3,000 千瓦火力发电设备。

桂平糖厂

1983 年县管集体企业 8个，实现产值 630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4.8%。乡镇企业 125

个，职工 5,645 人，总产值 1,093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 8.3%。

1984 年全县共有个体手工业 2,032 户，从业人员 3,187 人，产值 509 万元。

1979 年以来，达到部颁标准并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的有榴花牌白砂糖、乳泉酒、蚊帐布、

酒精、书写纸、糖化酶等 6种。县皮革厂生产的皮鞋获自治区花式品种优等奖。县农机修造厂

生产的铸塑机部件、风箱轴、室内运输车胶轮等产品巳打入国际市场。

工 业 总 产 值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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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

其中:轻工业

重工业

502

490

12

100

97.61

2.39

9042

6453

2589

100

71.37

28.63

13120

11129

1991

100

84.82

15.18

11630

9382

2248

100

80.67

19.33

2217

1815

18633

28.6

45.4

-13.2

-11.4

-15.7

12.9

4.3

6.4

-2.3

电力：1983 年全县火力发电 175 处，装机总容量 8,000 千瓦；小水电 221 处，装机总容

量 12,600 千瓦。年发电量 6,608 万度。全县有 35 千伏安降压站 6 座，变压器 360 台，容量

38,665 千伏安。有 35 千伏安高压线与全区电网通连，年供电量达 6,800 万度。全县 24 个乡

镇和半数以上的村庄用上了电。

交 通 本县水路交通十分方便。轮船沿浔江东下，直航捂州、广州；沿郁江西上，可通

贵县、南宁、百色，沿黔江北上，抵象州、柳州，每天上下、过往客轮达 19 个航班。1984 年

客运量 35.8 万人次，货运量 19 万多吨。县城设南江、北江两个港务所（站），分别营办郁江、

黔江和西江的客货运输业务。另有民间水上运输船只 589 艘，1984 年货运量 14 万多吨。公路

交通，解放前仅有桂平至贵县公路 32 公里，解放后发展很快，1984 年底止，全县有睛雨通车

公路 32 条，549 公里（其中渣油路面 70 公里），另有厂矿企业专用公路 14 条，120 公里。全

县 24 个乡镇都通了班车，客运量 283.8 万人次。

邮 电 全县有邮电局、支局、邮电所 26 个，邮路长 2,796 公里，全部乡、村都巳通邮。

农村电话线路 1,818 杆程公里，载波电路 31 条，农村电话安装单机 1,371 部。长途电话电路

14 条，电报电路 6 条。县城改装 2,000 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于 1985 年 2 月 10 日投产使用。



还使用 JT01－13 长途电话交换设备，是区内首先安装使用的第一套先进设备。

商 业 1983 年全县有商业网点 6,901 个，从业人员 15,740 人，比 1978 年增加 80.6%。

其中国营商业网点 1,180 个，职工 8,447 人；集体商业网点 317 个，从业人员 890 人；农村代

销店 335 个，从业人员 456 人；个体商业网点 5,069 个，从业人员 5,947 人。1983 年国内纯

购进总额 17,209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08 倍。国内纯销总额 17,294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55.82%。商品出口总值 3,040 万元，是历史上最高一年。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 8,824.1 万元，

比 1981 年增长 9.6%。

财政金融 1983 年全县财政收入 3,820 元，财政支出 1,825 万元。上解 2,029 万元，其中

完成中央借款 240 万元。全县城乡储蓄余额 4,037.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 倍。其中农民存

款余额 2,087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3.92 倍。农贷发放 4,543 万元，是 1978 年的 4.69 倍。收

回农贷 4,470.2 万元，是 1978 年的 5.4 倍。基本建设投资拨款 454.71 万元。

人民生活 19 83 年，全县人均口粮 618 斤，比 1978 年增 31.48%；农村人均收入 199.7

元，比 1978 年增长 2.3 倍。全县涌现一批万元户和户产粮食超万斤的专业户。全民所有制企

业职工年人均工资 772.2 元（含奖金和补贴），比 1978 年增长 59.05%；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

年人均工资 515 元，比 1978 年增长 23.2%。1983 年全县销售自行车 23,278 辆，比 178 年增长

1.81 倍，手表销售 24,860 块，比 1978 年增长 4.79 倍；缝纫机销售 9,487 台，比 1978 年增

长 2.83 倍；销售收音机 14,014 台，比 1978 年增长 0.58 倍；销售电风扇 4,272 台，收录机

356 台；电视机销售 1,147 台，比 1981、1982 年总和增长 1.61 倍。

文 化
教 育 1949 年，全县有中等师范学校 1 所，学生 150 人，教师 15 人；中学 4 所，学生

1,100 人，教师 180 人；小学 329 所，学生 32,900 人，教师 1,196 人。1983 年，全县有中等

师范学校 1所，学生 249 人，教师 44 人；高中 14 所，114 班，学生 5,742 人，教职工 940 人；

初中 19 所，学生 27,317 人，教职工 1,766 人；小学 377 所（不包括分校），学生 184,073 人，

教职工 7,002 人。小学普及率 93.39%；幼儿园 3所，入园幼儿 665 人，教职工 48 人。教师队

伍中，小学教师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2,753 人，中学教师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 20%。1978

年以来，县师范学校（1984 年改为教师进修学校）共培训中小学教师 2,212 人。县重点中学

浔州高中，其前身是浔郡中学堂、省立八中，该校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师资条件和教学设施都

比较好，近年的毕业生升学率名列全区前茅。

科 技 全县现有科技情报所、农科所、林科所等 8个科研单位。1978 年以来，相继成立

医学卫生学会、农学会、电子学会、水电学会、畜牧学会、林学会、建筑学会、中医学会、物

理学会、化学学会、甘蔗学会、气象学会以及县科普创作协会、县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花卉

盆景协会和麻垌镇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等 17 个学术团体，有会员 985 人。全县 23 个乡镇都

建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会员 903 人。与国内 29 个省（市）自治区、790 个单位建立了科

技资料交流关系。全县 1978 年至 1983 年获国家奖 1 项；自治区奖 12 项。全县有 830 人获自

然科学技术职称，其中高级水电工程师 1人，工程师、农艺师、畜牧兽医师 29 人，助理工程



师、助理农艺师、助理畜牧兽医师 298 人，技师 2人，工农技术员 412 人。

文化艺术 县有文化馆（1982 年评为自治区先进文化单位），23 个乡镇都有文化中心、文

化站，57 个村有文化室。县博物馆收藏珍贵文物 2,000 多件。县图书馆藏书 12 万多册。专业

文艺演出团体有文工团和粤剧团，群众业余演出队共 169 个。县城有电影院、剧院、工人文化

官、灯光球场、体育场、少年之家，乡镇剧场 16 个。全县有放映单位 138 个，电影院 17 间。

全县设有 338 个放映点。新华书店在县城设 2个门市部，在乡镇有 36 个图书门市部和代销店。

有县广播站 1个，乡镇放大站 23 个，电视机约 4,000 台，收录机 3,500 台，电视差转台 5个，

录像放映队 35 个。

卫 生 1949 年全县仅有公立浔州医院 1所，病床 30 张，医护人员共 21 人。至 1984 年，

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验所、卫生学校、

皮肤病防治院、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等 9 个。还有 23 间乡镇卫生院，295 所村卫生所。全县

共有 927 张病床，相当于 1949 年的 31 倍。各类医护人员共有 2,435 人。其中主治医师 16 人，

中医师 60 人，中医士 55 人，西医师 194 人，西医士 195 人，护师 4人，护士 247 人，药剂师

52 人。

体 育 全县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锻炼活动，1984 年达到标准人数 53,386 人。1976

年起建业余体校，开办高、初中 6个班，设置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武术等 6个训练项

目。1984 年止，共为上级体育部门输送优秀运动员 35 人，其中谭汉永、李春丽曾在国际比赛

和全国比赛中多次夺标，李振泉曾 4次打破全国少年举重纪录。1981 年以来在地区、自治区、

全国各项比赛中共夺得金牌 141 枚，2人 6次打破全国少年纪录。最近四年，组织全县性各项

体育比赛 45 次，参加人数达 19,380 人次。1983 年被评为全区、全国业余体校优秀教练员 1

人。全县有灯光球场 8个，篮球场 874 个，排球场 112 个，游泳池 3个，体操房 1个，举重房

1个。

特殊风俗 汉族、壮族地区婚仪与桂东南各地大体相同，瑶族地区婚礼特别隆重，贺客上

门必与主人对唱山歌。汉族、壮族地区节日，与各地大体相同，瑶族则习惯于农历三月初三过

“盘王节”，男女老少一起饮酒、跳舞、唱山歌，尽情欢乐。

文物胜迹
金田起义旧址 在县城以北 27 公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46 年（清道光二十六

年），洪秀金、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领导贫苦农民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851

年 1 月 11 日，在金田村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指挥部设在村边犀牛岭上的古营盘。营盘是个长

方形的土城，中央筑高台，台前有旗杆石，洪秀全在此率领太平军竖旗誓师起义。村东 3公里

的新圩三界庙，是太平军的作战指挥所，洪秀全在此指挥了新圩突围之战。庙内有清康熙、道

光年间碑刻 20 多块，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珍贵资料。

西山风景区 又名思灵山，因在县城以西 1公里而得名。从南梁王朝设桂平郡治于西山起，

逐渐成为游览胜地。山上古树参天，清泉甘洌，怪石嶙峋，石径曲幽。有李公祠、洗石庵、龙

华寺、乳泉亭、中山飞阁、龙亭、如意亭等建筑物。乳泉亭旁，泉水从石岩流出，冬不竭，夏



不溢，其味甘甜，泡茶荼香，酿酒酒醇。西山茶、乳泉酒，驰名于世。攀登龙亭，俯瞰远眺，

南有白石青峰，北有紫荆五指，苍翠浓淡，远横于六七十里之外，黔郁两江，如练交映，环抱

城廓，浔城风光，尽收眼底。

金田营盘 西 山

大藤峡 在县西北的黔江下游，全长约 40 公里。传原有大藤如斗，横跨江面，昼沉夜浮，

供人攀附渡江，故名。这里河道曲折，江流湍急，四面高山环绕，峰岳重叠，绵亘数百里，岩

洞数以百计，九层楼、仙人阁、三妹洞尤为险要。是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的活动中心。明王朝

先后用兵百余年，把瑶民镇压下去后，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并在崖壁刻“敕赐永通峡”大字。

大成国王府遗址 在县城桂平镇中心小学校。1855 年秋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率起

义军四万多人，乘船千艘沿西江进入广西，攻占浔州府（今桂平），建立大成国，年号洪德，

改浔州府城为秀京。陈开称平浔王，李文茂为平靖王，以浔州府署为王府，现存当时的大门石

云阶及石狮子一对。

东 塔 在县城东 4公里的浔江岸边，隔江与宾山寺相对峙。明万历年间始建，崇祯年间

建成。为八角形九级砖塔，底径 12 米，高约 50 米，顶置铜葫芦，中为木板楼梯登顶。塔外在

每起级处，用青砖砌成纹饰，涂朱砂，每级拱门涂银朱。塔下为浔江扬澜滩，江流汹涌，波澜

迭起，有“东塔回澜”之称。

白石山 在县城东南 35 公里。道书称第二十一洞天。明代以后成为游览胜地。山之东为

独秀峰，孤峰插天；西为鹅头峰，奇异险阻。山麓有寿圣寺，寺前石坊巍然，寺后峭壁千仞，

有摩崖“白石洞天”四字。最高处为会仙岩。登山巅纵目远望，桂平、玉林、贵县方圆百里风

光，一览无遗。徐霞客曾来此考察，写有《白石山游记》一文。

宋代古窑群遗址 县城西郊和蒙圩、罗秀、社步、罗播等地有宋代陶瓷窑 50 多座。城郊

窑址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的碗、盘、碟、壶、罐等多为宋代南方常用器物。

蒙圩窑岭村已发现陶瓷窑 10 座，出土器物所施全是青黄釉，属青釉系统，烧制年代约在南宋。

东塔村古人类村落遗址 在寻旺乡东塔村边的江南岸阶地上，西北临浔江，附近为冲积平



原。1983 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量石器、石片和夹沙陶片，文化层厚度在 50-70 厘米之间，

分布范围长约 300 米，宽约 40 米，总面积达 1万多平方米。采集到的文物有打击石片、砍砸

器、石制、石裤、石斧、砺石、绳纹夹沙陶片等 251 件。经考证，该遗址为石器时代原始氏族

公社的一个较大村落。

大平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黔江河畔、大藤峡腹地，距县城约 20 公里，面积约 28,000 亩。

这里有被称为“活化石”的古热带植物树蕨、木莲、猪血木，列为国家保护范围的珍贵植物还

有格木、紫荆、香花木等多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苏门羚、猕猴、林麝等，有“小

西双版纳”之称。1980 年国家划为自然保护区。大平山地形为复杂的丹霞地貌，境内瀑布很

多，其中天桥瀑布一泻而下，高达百余公尺，蔚为奇观。

1979 年桂平县列为对外开放的旅游区，游人与日俱增。1984 年，仅西山风景区即接待国

内外游客 65 万人次。县城现有旅馆 34 家，拥有床位 3,000 多张。设备较好的有桂平饭店、农

业银行招待所、浔州旅社、长城旅社、兴宁旅社、迎宾旅社、桂平旅社等。

著名人物
胡奕卿(1895－1929) 又名胡信。大湟江口镇人。1925 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冬加入中

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中华内河轮船工会桂省第二分会委员长，中共梧州地委委员。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党组织派遣回桂平组织工农群众坚持革命斗争，与苏其礼等人组成

“平、桂、武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领导三千多农军攻打紫荆山区土豪刘谨堂。1928 年

1 月，中共广西地委改组为特委，胡奕卿任特委委员，他不避艰危坚持特委机关工作。7 月，

特委机关迁离桂平，他调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同年 9月被捕，翌年 7月 20 日，就义于南宁。

胡福田(1896－1928) 蒙圩新德岭脚村人。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接受党组织

的派遣回广西参加西江沿岸的工农革命运动。1928 年 6 月，胡福田作为广西的唯一代表，出

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回国后继续领导广西

革命斗争。1928 年在梧州被捕，就义于梧州北山。

黄日葵(1900－1930) 城厢人。曾留学日本，后入北京大学，1919 年被推选为全国学生联

合会日刊编辑委员。编辑《少年中国》、《国民》等杂志，发表过许多文章。1920 年参加北京

共产主义小组。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广东区委特派员、中共

广西省委筹备小组负责人、广西地委书记。1927 年 5 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同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1928 年在上海不幸被捕。经党组织营救

出狱赴日本，在日本又被捕入狱，遭受种种酷刑折磨。1930 年 1 月以病危保释出狱医治，3

月日本政府勒令其出境返回上海。同年 12 月逝世。

蔡碧珩(1909－1927) 女。城厢人。1926 年初被选为国民党桂平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县妇

女联合会主任，积极领导妇女争取解放。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在平南被捕解回桂平，国民党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和诱骗，她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11

月 29 日被枪杀于西门外，年仅十八岁。

覃超容(1909－1927) 女。江口镇人。工会把她从虎口救出，并加以培养。1926 年春，选



为梧州市妇女会二分会宣传部副部长。1927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覃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1927 年 9 月 27 日被杀害于梧州云盖山。

侯大苟(约 1418－1465) 瑶族。碧滩罗渌垌田头村人。以烧炭打猎帮工为生。明正统初年，

他领导大藤峡瑶民起义，控制了柳州、浔州、梧州三府十多个县，分路进军广东、湖南、福建、

浙江等地，声势甚大。成化元年(1464 年)，明王朝调集重兵十六万围剿大藤峡。义军被迫退

守险峰九层楼，侯大苟英勇牺牲。

萧朝贵(约 1820－1852) 祖籍武宣县，后迁居桂平紫荆山下古棚村。以耕山种蓝、烧炭为

业。1846 年，萧率先参加拜上帝会。1848 年冬，他与杨秀清分别假托天兄耶稣、天父皇上帝

附体传言，安定会众。1851 年 1 月 11 日金田起义，萧朝贵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旋被封为右弼

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在永安被封为西王。后率军进入湖南，1852 年 8 月在围攻长沙之役，

中炮牺牲。

杨秀清(1823－1856) 紫荆山东旺冲（今名东王冲）人。以耕山种蓝、烧炭为生。1846 年

参加拜上帝会，并成为其中得力骨干。1848 年冬，他通过天父附体传言方式，安定会众。太

平天国起义后被封为中军主将，1851 年冬在永安被封为东王，并拥有“节制诸王”的权力，

为太平军中实际上的最高统帅。1853 年定都南京后，他整顿朝纲，派兵北伐西征，多有建树。

杨秀清由于功高跋扈，引起了天王洪秀全和其他高级将领的猜忌，1856 年“天京事变”中被

杀。

韦昌辉(约 1823－1856) 原名韦正。金田村人。于 1848 年全家参加拜上帝会，并倾其家

产资助太平天国起义。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后在永安被封为北王。太平

天国定都南京后，他对东王杨秀清心怀不满。1856 年（咸丰六年）8月得天王洪秀全密诏，9

月带兵回京，杀害杨秀清及其部将亲属二万余人，激起天京太平军将士的公愤。同年 11 月，

被处死。

李德出(1868－1911) 金田人。以授拳为业，为浔、柳两地三点会首领之一。1902 年广西

各地会党举义，他因事发暴露，举家迁居罗城县龙岸乡。1904 年参加陆亚发柳州起义。1907

年在柳州加入同盟会。1910 年到广州策划新军起义，失败后被缉捕，逃避到平南丹竹开设武

馆，教授门徒十余人。1911 年春，李德山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接受黄兴的指派，

回广西招选敢死队。“三·二九”广州起义时，李德山带队攻打总督府，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后被困在盛源米店，弹尽援绝被抓，不屈牺牲。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莫荣新(1850－1930) 江口镇盘石村人。青年时投奔清巡防营作马弁，因作战勇敢被提拔

为先锋，广西提督陆荣廷引为亲信。宣统二年( 1910 年)擢升为管带。辛亥革命后，莫荣新任

旅长、桂军司令、第二军军长、广东督军等职。1920 年 10 月，桂军失败，莫荣新被迫下台，

他挟带搜刮来的大笔款项逃到上海，蛰居数年，1927 年返回桂平老家，1930 年 4 月病死于乡

间。

重要事件
大藤峡瑶民起义 县西北大藤峡原为瑶族聚居地。明洪武六年（1373 年）起，当地瑶民为



反抗明王朝封建统治，先后发生了以覃公专、蓝受贰、侯大苟、侯郑昂、侯公丁等人为首的武

装起义，持续时间达二百多年。而以明正统初年的侯大苟起义为最高峰。起义军依山凭险，攻

城掠地，活动范围由大藤峡扩展到浔州、柳州、梧州和广东，甚至远出湖南、福建等省，沉重

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成化元年（1465 年）正月，明宪宗令韩雍、赵辅率部十六万进行残酷

镇压。起义军被杀、被俘各三千余人，无辜群众死盈山谷，残存的瑶民逃进了大瑶山。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以后，冯云山、洪秀全先后来到桂平紫荆

山区，建立拜上帝会。不久，拜上帝会组织遍及浔州、鬱林州各县和广东信宜、高州等地。武

装起义条件逐渐成熟。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 年 7 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各地拜上帝会众 1

万多人云集金田，准备起义。并于平南思旺和金田附近的彩村江两次大败清军，声势大振。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先在江口附近

之牛排岭、屈甲洲大败清军，然后挥戈北上，攻桂林、长沙，北取武昌，又沿江东下，一举攻

占南京，定为天京。太平军前后转战十八省，坚持战斗十八年，是中国农民起义史上规模最大

的一次。

大成国建都桂平 清咸丰五年四月(1855 年 6 月)，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军

4万多人，乘船艇千余艘沿江而上围攻浔州府城。经四个月的战斗，于八月十六日（公历 9月

27 日）攻下府城。随即建国号为“大成”，年号“洪德”，以桂平城为秀京，征收赋税，铸“洪

德通宝”钱币。同时设官分职，陈开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

控制了浔、梧、柳、桂、邕等七府三十多个州县，震动粤、桂、湘、赣四省。大成国坚持战斗

九年，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

辛亥五县民军会攻浔州之役 清宣统元年(1908 年)，同盟会广西分会主盟人卢汝翼（桂平

人）、罗佩珩等，在桂平设立机关，秘密从事反清活动。1911 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广西，在桂

平、平南、贵县、藤县、武宣五县活动的同盟会人同时起兵，以罗佩珩为总司令，组织民军 1

万多人，于攻下平南之后，11 月 20 日民军兵临桂平，浔州知府贺源清与保皇党人程大璋勾通

一气，进行顽抗，并急电南宁清军提督陆荣廷遣军来援。民军苦战五昼夜，因城墙高厚，无法

攻破。不久陆荣廷派龙觐光率部赶到，民军背腹受敌，被迫于 11 月 27 日下令撤退，桂平民军

首领黄熊祥被杀害。

大革命时期金田农民暴动 1926 年底，在中共党员黄启韬等人领导下，桂平北区东区、西

区等地纷纷成立区、乡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后，广西当局大肆搜捕、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面对白色恐怖，党组织决定成立“广

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领导三县农民进行武装暴动。5 月 8日至 9 日，桂

平金田地区农民千余人攻打姜里地主劣绅李桐崖的庄园。5 月 12 日，桂、平、武三县农军三

千余人，又联合围攻紫荆山土豪刘谨堂家。后因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联合镇压，农军被迫转

入十八山坚持斗争。

桂平自卫队抗击日寇 1944 年 10 月，日军侵占桂平，县内各圩镇均遭蹂躏。群众纷纷组

织自卫队抗日保乡，发起大小战斗数十次，取得辉煌战果。10 月中旬，油麻林村之役，自卫



队分三路包围伏击日军，毙敌一百多人。金田地区各乡自卫队一千多人联合围攻大宣圩日军据

点，迫使日军狼狈退出，夺回被掠去的稻谷十多万斤。弩滩自卫队三次在黔江截击日军军火船，

并组织自卫队百余人，渡过黔江分两路袭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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